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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经济结 构  

避免重复建设

石化龙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们国家

在经济总量矛盾明显缓解的情况下，经

济结构性矛盾却愈益突出，‘大而全、小

而全’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的问题相当严

重”。这是我们在充分看到总体经济形

势好的同时所不能低估的问题。
结构问题是我国经济生活中长期存

在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企业层次

上，生产规模小、专业化程度低，中间产

品自制率高，劳动生产率低。我国机械

工业的全能厂约占 80% ，从毛坯到最终

产品，各类工艺一应俱全。这种状况降

低了生产效率，加大了生产成本，使国产

机电产品无法抗拒进口的冲击。在行业

层次上，相互封闭，自我配套，自我服务，

自成体系。30 万吨合成氨大化肥装置，

我国反复引进达 31套之多，这在世界各

国是绝无仅有的。不顾相关行业已经形

成的生产能力，原料行业向加工方面扩

展，加工行业向原料工业延伸，割裂了社

会生产部门的合理分工，阻碍了资源的

合理流动。在地区层次上，据测算，中部

与东部工业结构的相似率达 93.5% ，西

部与中部相似率更高达 97.9% 。省内地

市间也存在产业趋同化的问题，如湖南

省各地市工业结构与全省工业结构的相

似系数在 0.8以上的有 10 个，占地市总

数的 72%。在辽宁，各类白酒生产企业

达 947 家，但年产量超千吨的仅有 25

家，90 %以上是年产不足百吨的小作坊；

全省 239家碳酸饮料企业中，产量在万

吨以上的仅有 3 家；31家矿泉水企业中，

年产量在千吨以上的仅有 2 家。

令人忧虑的是，上述现象现在还在

重复，还在发展。最近，国家计委有关部

门在汇总分析 30 个省、市、自治区“九

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时发

现，部分地区在选择支柱产业时，对本地

区优势和劣势考虑不够，产业选择缺乏

合理性，还没有跳出重复建设的圈子。
在目前我国汽车库存已达 11.6 万辆的

情况下，全国有 22个省（市、区）将汽车

工业作为支柱产业，而且都是整车厂。
此外，还分别有 24、16、14 个省（市、区）

将电子、化工、冶金等产业作为支柱产

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征是资金、技术

密集度高、规模经济效益显著，投资额度

大，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如按各地区制定

的产业发展计划实施，将不可避免地出

现各地在汽车、电子和石化工业上的重

复投资，造成资源配置的浪费。这样搞

下去，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将会愈演

愈烈，将会有更多的企业陷入困境，更多

的产品积压或被迫退出国内外市场。直

面现实，结构调整已到了非抓不可的时

候了。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克服大而全、

小而全重复建设的现象是中央确定的今

年经济工作中的一项极重要的任务。全

国各地，都要从思想上摆脱狭隘的小生

产意识的羁绊，改变传统的单纯外延扩

张发展经济的做法。要充分认识盲目投

资、重复建设，搞“大而全、小而全”，不符

合社会化大生产和专业化分工协作的原

则，不符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

求，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和经济体制改

革方向，对全国和地区经济发展都是不

利的。调整经济结构要以市场为导向，

走集约经营路子，发展规模经济，不能再

盲目铺新摊子，上新项目。要充分考虑

国家的整体布局和市场容量，按要素特

征确定地区比较优势和主导产业，形成

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
目前，各地在上项目时往往偏重选

择价高利大的产品，而对需要与可能缺

乏周全的考虑。有许多项目，从局部看

是合理的，从全局看就未必合理。站在

条条块块的狭小天地里看项目，越看越

觉得效益可观，但站在全国统一的大市

场以至国际市场上看，这些项目很可能

是亏损的无效益的项目。因此，避免重

复建设，很需要投资者树立全局观念和

市场经济意识，进行自我约束。
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还需要中央

政府加快市场体系建设，打破条条分割、

块块分割、条块分割的体制弊端，真正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强

化产业政策实施力度，制定与产业政策

相配套的区域发展政策。

应当看到，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困

难和矛盾确实很多，不是短时期能实现

的，需要经过较长的过程才能完成。但

调整经济结构势在必行，决策已定，绝不

能动摇。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

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充分发挥全

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妥

善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局部与全局的利

益关系，有效地实现宏观调控，齐心协力

调整经济结构，使生产力得到合理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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